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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顾， 在当前的理财领域并不是
一个陌生的词汇，其在国内的应用最早可
以追溯到2016年。彼时智能投顾在海外的
资产管理规模已有大幅提升，智能投顾作
为一项舶来品被引入市场。

2016年开始，国内银行、基金、券商
以及第三方理财平台等相继上线智能投
顾服务， 配置的投资标的主要包括货币
基金、固定收益类、股票型基金和债券等
类型。

过去的七年里， 智能投顾起起伏伏，
在理财领域一度受到热捧，平台数量和规
模不断扩张。直至2019年10月，易方达基
金、南方基金、华夏财富、嘉实财富和中欧
财富等5家基金投顾试点机构获批， 我国
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工作由此正式拉
开序幕。

投顾业务试点范围逐步扩容， 截至目
前， 一共60家机构获得基金投顾牌照，包
括29家证券公司、25家基金公司或其子公
司、3家银行以及3家三方销售机构。此外，
证监会于2021年发布《关于规范基金建议
活动的通知》， 明确提出不具有基金投资
顾问业务资格的机构不得提供基金投资
组合策略投资建议，不得提供基金组合中
具体基金构成比例建议，智能投顾业务再
度迎来洗牌式调整。

而在现有的持牌试点投顾业务的机构
中，大模型的入场又将为行业带来新变化。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看来，
在投顾业务推进试点的当下， 大模型入场
将进一步推动智能投顾领域的发展和成
熟。具体而言，大模型的应用将提高智能投
顾的精准度和效率， 使得投资建议更加个
性化、符合投资者需求。同时，大模型也将
带来更多的数据维度和分析角度， 帮助智
能投顾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和趋势。

“早前的智能投顾业务，本身是基于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在数据容量、数据分析
能力以及算力存储方面很难匹配现有的
管理需求，与大模型更是无法比较。因此现
在大模型进入智能投顾领域， 能更好地赋
能其业务效果， 在客户服务方面也会有质
的提升。

逐渐普及成熟
智能投顾

“七年之痒”再逢春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是理财领域风行

多年的一句俗语。 而智能投顾的出现正是为了从
选品、配置和持有等方面出发，解决前述问题。

简单理解， 智能投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大
数据技术，对海量复杂的金融数据进行分析，根据
投资人目标收益、风险承受度等实际情况，为投资
人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建议，并优化投资组合。
相较于传统理财顾问服务， 智能投顾打破了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也提高了投资效益。

站在买方视角， 智能投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投资门槛，并提升了投资者的满意度。而智能投顾
资产配置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投资人的最终收
益效果。这也意味着市场竞争下，智能投顾服务要
求在不断提高。

从现状来看，相关试点机构在智能投顾业务
中，引入了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聊天机器人、生成
式AI等技术，加速了业务模型升级。例如，星环

科技推出的星环无涯金融大模型 INFINITY，在
智能投顾业务方面可为用户提供智能选股、智能
选基、智能舆情推理、智能组合优化、智能交易风
控等服务。

另有科技公司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目前公
司研发的大模型正在推进与基金公司在智能投顾
方面的合作。 同时， 还有金融软件服务供应商表
示，公司研发的大模型已经面向部分券商、基金公
司提供服务， 但智能投顾领域的产品还在进一步
完善中。

王鹏指出，智能投顾叠加大模型的优势，能够
优化投资组合、 提高投资效益和风险控制水平，为
银行、基金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和市场份额。从业
务前景来看，智能投顾叠加大模型将成为金融领域
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智能投顾将逐渐普及和成
熟，为更多投资者提供更加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

降低投资门槛

机器能否取代人，在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发
展中仍然是未解之谜。但可以预计的是，金融
数智化时代，大模型等技术的应用正在逐步打
破金融行业数据密集、专业度高、业务复杂等
壁垒。

北京商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大模型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多体现在模型支持、 数据支
持以及算力基础设施支持方面。其中，模型支
持主要是构建基于公开语料进行训练及微调
的金融基线大模型，为公私募基金、券商等金
融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不过，不同的投资领
域、 专家研究框架和投研习惯会产生不同大
模型需求， 这对大模型应用本身提出更高的
要求。

聚焦到智能业务，大模型的应用也无法一
蹴而就。 智能投顾业务本身在持续调整中，近
期便有多家银行机构宣布下线智能投顾业务。
在采访中，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大模型尚未
在持有投顾业务试点牌照公司中大面积铺开，
也有部分机构指出短期内没有应用大模型的
计划。

针对这一情况，有持有投顾业务试点牌照
的基金公司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智能业务调
整一方面是监管的合规性要求，未持有试点业
务许可的机构不允许开展相关业务；另一方面
则是受市场环境影响，智能投顾收益表现不及
预期，导致业务需求萎缩。

此外，智能投顾通过大数据系统演算自
动调整投资组合，但在应对市场突发状况方
面尚无法实现全面自主化。浙江大学国际联
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
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直言，当前智能投顾
有发展也有退潮，主要是智能投顾现阶段在
算法、算力、数据方面还存在瓶颈，能够辅助
决策，但自身投资的准确性并不好。相比于
人类投资者，其优势还不明显，很难真正实
现收入预期。

“为了推动智能投顾领域的大模型应用和
发展， 需要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投入力度，提
高数据来源和质量， 同时加强监管和政策引
导，为智能投顾领域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王鹏补充道。

尚无法全面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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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这是“人工智能之父”图灵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观点。

在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进程中， 大模型的入场引领着新一

轮的产业变革， 得益于大模型强大的理解与生成能力，AIGC

（生成式AI）技术、数字人逐渐应用开来。大模型浪潮也在落地

应用中涌向了投顾行业，智能投顾这类新兴投资模式，正在依

托大模型打通公募基金走向C端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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